
    ?报讯 （特约通讯员 顾武

记者 江跃中）今天的宝山路 584

号，是市北职业高级中学所在地，

但 94年前，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上海

市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承载着中
国工人阶级的光辉记忆。前天下午，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纪念日

（3月 21日）来临前夕，静安区市北
职业高级中学举行“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庆祝建党 100

周年红色印迹寻访主题教育活动

启动仪式，表达全校学子学习红色
党史、传承红色基因的决心。

据史料记载，该校址原为建于
1924年的东方图书馆，收藏图书

46万余册，有“亚洲第一图书馆”
之称。1927年 3月 21日，上海工

人抓住北伐军进抵沪郊之机，在共
产党领导下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

时任中央军委书记兼特别军委书
记周恩来担任总指挥。当时盘踞上

海的是军阀直鲁联军，起义爆发

后，其主力龟缩到东方图书馆大楼
里，负隅顽抗。曾有人主张用火攻

消灭敌人，但周恩来考虑到图书馆
内有诸多珍贵文献，于是坚持围而

不攻，逼敌投降。不消一天多，守敌
因后援断绝，纷纷从后门逃走，被

工人纠察队俘虏，东方图书馆得以

保全。随即，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
总指挥部也迁到这里，周恩来坐镇

指挥总攻北火车站的战斗。到 22

日傍晚，起义取得胜利，这有力地

推进了大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
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

2014年 4月 4日，上海市人
民政府在市北职业高级中学校园

内竖立“上海市工人纠察队总指挥
部旧址”纪念碑。宝山路街道还在

学校围墙上辟建“历史文化长廊”，
用雕刻和图片资料生动介绍宝山

路沿线革命旧址及先辈足迹。
学校党支部书记吴志强介绍，

为纪念建党百年，市北职业高级中

学决定在学生中开展以“传承红色
基因”为主题的红色印迹寻访主题

教育活动，而寻访活动就从校园里
“上海市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旧

址”纪念碑开始，挖掘校园及学校
所处的宝山路街道地区丰厚的红

色历史资源，然后再巡访静安区乃

至上海市各处红色历史文化场馆。

启动仪式上，学生寻访团团
长、2020 级网络技术班学生牛子

健向全校学生发出参加活动倡议，
倡议大家用脚步丈量红色土地，用

心灵感受英雄精神。学校?生代表
还向“上海市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

旧址”纪念碑敬献鲜花。

从94年前上海工人起义发生地“再出发”

    “60后”洪丽华，居家养老服务
员，曾照料申城“第一人瑞”李素清，

被上海市老年学学会评为优秀居家
养老服务员。

“80后”阮捷，法国留学回来，

选择社区养老事业， 他认定这是朝
阳事业， 能让老人们切实感受体面
养老品质生活。

两人经历不同， 却有一份共同
心愿———期待居家养老服务专业
化、职业化。 本月 20日，《上海市养
老服务条例》实施，让他们共同的心
愿多了一份底气。

申城 “9073” 的养老格局中，

97%的老人在社区居家养老。 居家
养老服务员如何才能实现专业化、

职业化？首先，从业人员应该是懂技
术的。事实上，居家养老服务是技术
活儿。打个比方，照料偏瘫老人，如
果老人左手臂不能动， 右手臂能
动，帮老人穿衣，该先穿左边还是
右边？ 脱衣裳，又是什么顺序？ 穿
衣裳，先左后右；脱衣裳，先右后
左。 不能动的手臂好比衣架，不灵
活，就先套上袖子，脱的时候刚好
相反。 洪丽华说，这些小窍门都是
护理教科书上教的。做居家养老服
务员，关键还是要技术过硬。 曾经
一段时间，洪丽华的包里始终放着
两本书，一本是护理教材，一本是
康复教材，读透这两本书，考出养

老护理、 养老康复两个资格证书，

她终于把自己变得“很专业”。

不过， 像洪丽华这样的优秀养
老服务员真不算多。所以，地方立法
支持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参加职业技
能培训、继续教育和学历教育，提高
专业素质和工作技能。 上海将依法
实施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 建立统一的养老护理员技能等
级序列；综合考虑工作年限、技能等
级等因素， 合理制定养老护理员薪
酬等级体系， 设立养老护理员基本
工资分级指导标准， 引导养老服务
机构予以落实。同时，地方立法支持
行业组织开展养老护理员市场工资
水平监测，定期发布监测结果，引导
养老服务机构合理确定养老护理员

的薪酬水平。

这些法定规范， 意在引导养老
服务一步步走向专业化、职业化。年
内，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将开展执法
检查并进行专题询问， 确保法定规
范落实到位。

作为一门专业，养老服务，不轻
松。 阮捷所在的五里桥街道综合为
老服务中心， 既有把活到百岁当成
人生小目标的健康老人，也有认知
障碍患病老人。 一个小插曲，让阮
捷对养老服务专业化、职业化更多
了敬畏。 有位老伯伯患有认知障
碍，大冷天，执意要出去走走，没穿
外套，没带手机，阮捷心想陪老伯
伯走一会儿，凭自己循循善诱的丰
富经验， 走到路口之前就能返回。

不料， 老伯伯开启固执暴走模式，

力气之大，声音之响，超乎想象，越
走越远， 大有一去不回头的架势。

关键时候，多亏还有 iWatch，阮捷
拨了 110。 高效出警，虽然最后有
惊无险，但阮捷深刻反思：一定要
敬畏专业， 一定要敬畏专业照护，

不能只凭经验想当然！

多年来，推动养老服务专业化、

职业化，上海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阮捷和他的同事们期待，伴随地
方立法实施，养老服务得到更多
关注和投入， 无论专业培训、能
力建设、 职称考核， 还是收入分
配，行业整体水平都能持续提升，

吸引更多优秀年轻人投身这份朝
阳事业。

养老服务专业化职业化“有底气”
姚丽萍

新民眼

    ?报讯（记者 江跃中）上海

解放已有 70余载，但人民子弟兵

当年宁可睡马路也不扰民的情景

依然印刻在城市记忆中，被誉为

“送给上海人民的第一份厚礼”。3

月 18日，当年“睡马路不扰民”老

部队之一———原 20军的老战士在

打浦桥街道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社
成立老兵演讲团，他们将赴社区、

学校、企业、军营等地，讲述党史、

军史和老部队战斗故事，弘扬我军

能打硬仗、胜仗的大无畏精神。

20军是具有光荣传统和辉煌
战绩的英雄部队，从红军发展而

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

援朝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特别是
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中，上海籍战

士宋阿毛身上的绝笔诗感动无数
国人：“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

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
士，冰雪啊！我决不屈服于你，哪怕

是冻死，我也要高傲的，耸立在我

的阵地上！”
老兵演讲团的成立，将为传播

这份宝贵精神财富提供巨大助力。
成立仪式上，两位年届耄耋的老兵

格外引人注目，最年长的是原 20

军 58?后勤部长郑静，他跟抗美

援朝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是战友，

一同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另一

位长者，是沙家浜部队历史研究会
会长刘石安，演讲团成立当天正好

是刘老的 90岁生日，他 1950年 3

月参军，立即开赴朝鲜战场，参加

过长津湖等重大战役，从朝鲜回国
后，又和所在炮团一起参加了

1955年解放一江山岛战斗，那是

我军历史上首次陆海空立体作战。
事实上，演讲团成员都是有故

事的人，像谢鲁淮的双亲都是 20

军的老前辈，他自己也当过多年坦
克兵，之前给许多单位讲过党课，

深有心得。这些演讲团成员，不仅
有军旅生涯，脱下军装后还转战公

安、政法、厂矿企业等新的战线，无
论在哪个岗位，他们始终牢记自己

曾在光荣部队当过兵，不忘军人的

使命，在新的岗位上再立新功。

“送给上海人民的第一份厚礼”还在发光
原20军老兵演讲团用党史军史弘扬大无畏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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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市北职业高级中学开展红色印迹寻访主题教育活动

■ 当年上海工人纠察队留下的珍贵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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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到江南赶上

春，千万和春住。新
民晚报全媒体今日

起推出“云享申春”
大型慢直播，选取上

海最美、最有代表性
的春景之地，持续半

个月不间断全景展

现春之申城。
在慢直播的镜

头中，有辰山植物园

“樱木花道”、南浦大
桥“最美公交站”等

知名的樱花打卡
地，还将带观众“步

入”浦东新场的桃林
深处。

“云享申春”大

型慢直播将在新民
晚报全渠道推出，

包括新民晚报官方
微博、抖音号、快手

号、微信视频号、
今日头条号、腾讯视

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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